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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医药文化，真正受惠的是人民。
多年来，我市不断发扬朱丹溪中医药文

化，完善医疗服务供给网络，全市二级以上医
院均设立了中医科，14个镇街中心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建成标准化中医馆，其中
有9家旗舰中医馆、17家卫生室（服务站）标准
化中医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
药养生保健和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诊疗服务。与
此同时，还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将中医治未
病服务融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等重点
人群的健康管理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目
前，“一老一小”中医药健康服务管理率达77%
以上。在市中医医院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成立
了中医服务国际部，设立“涉外中医门诊”，提
供“双语诊疗服务”，截至目前已为外商服务1
万余人次；在鸡鸣山国际社区为不同月龄外国
儿童开展小儿穴位敷贴、儿童体质辨识等中医
药服务百余人次。

在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的同时，我市致力
培育打造文化价值和旅游功能融合的朱丹溪文

旅IP，不断擦亮朱丹溪中医药文化的金名片。
2019 年，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

司、森山健康小镇双双获评浙江省中医药文化养
生旅游示范基地。此后，两地以“科普+旅游”为特
色，每年度接待中小学生研学团队、海内外游客数
十万人次。

去年6月6日，第九届中国森山文化节在森山
健康小镇召开。文化节以“弘扬丹溪滋阴文化 浙
派中医走向世界——第五届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
产业大会暨丹溪文化专题会”为题，吸引来自全国
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丹溪医学传承人及留学
生代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会，为铁皮石斛行
业发展献计献策，共同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与此同时，产业创新步履不停。我市积极扶
持巩固中医药产学研大平台，推动文化内涵转化
为经济效益，研发培育以朱丹溪中医药文化为核
心的健康养生产品，推动中药炮制技艺产业化应
用。近年来，以三溪堂国药馆、浙江森宇有限公司
等为代表的企业研发健康产品近百种，每年总营
收达数亿元。

中医惠民拓产业，推动文化内涵转化为经济效益

古往今来，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广为传播，颇
具影响力。

婺剧《朱一帖传奇》首演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2016年10月，该剧经过重新编排后粉墨登
场，吸引观众蜂拥而至。朱丹溪跌宕起伏、险象
环生的人生故事再次引发追捧，成了历年“送戏
进文化礼堂”的重头剧目。

“救民成就养生梦，济世丹溪不老翁。”在
义乌市中医医院，“义乌市朱丹溪中医院”的牌
子十分醒目，“人和厚德 知新致远”的院训多
处可见，《丹溪传人》的院歌格外响亮。该院建
立了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展示馆、朱丹溪学术思
想书法长廊等展示平台，每年举办养生文化
节、丹溪讲坛，参与朱丹溪学术思想与临床应
用研修班，编撰出版了《朱丹溪医药文化研究》

《近代浙西浙南名医学术经验集》《朱丹溪中医
药文化》等书，成为中医药文化、丹溪精神的重
要传承地。

多年来，我市运用国家级刊物、新媒体等不
同平台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报道丹溪特色养生保
健知识等，国内外阅读量点击量达到 50 余万
次。市文旅局联合市卫健局等部门开展了重点
元素文化基因解码和文脉梳理，参与编撰的国
遗丛书《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已成稿，为后续朱
丹溪中医药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一代医宗朱丹溪》文化基因解码短视频也
已制作完成。

三溪堂国药馆投资2000余万元，在赤岸建
成了占地1000亩的三溪堂中药种植基地和占
地3000平方米的三溪堂百草园中药科普基地。
目前，三溪堂百草园已汇集全国各地采挖的活
体药材1000余种，是浙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中草
药种植观赏基地，亦是传承与弘扬朱丹溪中医

药文化的窗口。
多年来，我市依托各大特色阵地，开展数百场

“小小丹溪传非遗”“国娃学国医”等研学活动；开
展“望闻问切”非遗体验活动，打造“丹溪千里 国
医万达”中医药蒲公英课堂等非遗展示、专家讲
座、非遗研学、公益课堂活动近百场。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
和科普宣传活动，是加大中医药文化传播与普及
力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2018年伊始，我市连续5年与省中医药学会
共同承办的朱丹溪国际论坛，邀请海内外知名中
医药学者进行朱丹溪学术思想交流互鉴。此外，还
协同“一带一路”国际商协会合作联盟主办“外商
实地探访中医药文化”活动，并邀请肯尼亚共和国
驻华大使馆商务公参等十七国组团开展“探寻传
统中医文化”活动，上山辨识中草药，领略中医药
的博大精深。

为加强中医药传播能力建设，我市印发《义
乌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实施意见》，制定《义乌市推进“一带
一路”朱丹溪中医药文化交流合作若
干举措（2023—2025年）》。此外，我市
还推出“一带一路”朱丹溪中医药文
化交流系列活动，包括开设“一带
一路丹溪讲坛”，成立中国计量大
学现代科技学院中医药社团，完
成朱丹溪文化宣传展示亭建设。
与此同时，在“外国人学习大讲
堂”、中外友人新春联谊会、“中外
友人嘉年华”等 30 余场外商系列
活动中，植入朱丹溪中医药元素，
大力营造“信中医药、爱中医药、用
中医药”的文化氛围。

活动多姿多彩，中外共享中医药文化成果“朱丹溪中医药文化”肇始
于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据《义
乌县志》记载，朱丹溪名朱震亨

（1281—1358），字 彦 修 ，赤 岸
人，因居所临丹溪，故人称朱丹
溪。朱丹溪医术高明，著有《宋
论》《格致余论》《伤寒论辨》等
多种医书，和刘完素、张从正、
李杲，被后人合称为金元四大
医家。

朱丹溪早年师从宋代理学
大师朱熹的再传弟子许谦，中年
因母病立志学医，日夜攻读，并
拜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为
师，旁参张从正、李东垣之说。他
以“致知创新”的精神，提出“阳
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创立
了“滋阴学说”和气血痰郁“四伤
学说”，对中医领域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朱丹溪弟子众多，代有传
人。明崇祯年间的《义乌县志》和

《金华府志》都有记载：“义乌以
医名者代不乏其人”。《赤岸丹溪
朱氏宗谱》也有历代传承人的记
载。新中国成立后，义乌在全市
范围内选调知名中医师骆虞廷、
朱叙芬等10人，并加入8家知名
中药店，组成义乌县中医研究
室，发展成为现在的义乌市中医
医院。朱丹溪 23 世孙朱锐明、21
世孙朱近人等均在义乌市中医
医院继续传承朱丹溪学说，悬壶
济世。

600 多年来，由众多弟子组成的“丹溪学
派”长盛不衰，享誉海内外，对国内外传统医学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医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朱丹溪中医药文化以“丹溪学派”为载
体广为传播，形成了以义乌为中心、辐射全国、
远播海外的独特中医药文化现象。

历史悠久的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底蕴深
厚，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历史文物遗迹、民间习
俗信仰、学术思想流传及临床经验运用等多个
层面。丹溪学派的理论和临床经验及方剂被编
入《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

《方剂学》《中医内科学》等教材和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古代经典名方目录》，已经成为中医药
从业者的基本理念和规范。在江南部分地区
（浙江义乌、江西龙虎山等）还建造供奉朱丹溪
的庙殿，举办祭祀朱丹溪的民俗活动，形成了
独特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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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遗”明珠更璀璨
——我市持续打响“朱丹溪中医药文化”特色品牌侧记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南

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巧用25味中药药名连缀写成

《满庭芳·静夜思》；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也用药名写

过一封《桂枝儿》的情书；《西游记》中，有很多用中

医中药治病的故事；《红楼梦》中，以中医药命名的

章节达十一个之多……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中医与

传统文化“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渊源。

在商城义乌，有一张中医与传统文化结合的金

名片，它就是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历经600多年传

承，经久不衰。

2021年，“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入选第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入选

首批100项“浙江文化标识”培育项目；同年，义乌被

列为全省13个省级中医药综合改革先行区之一；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打响朱丹溪中医药文

化特色品牌……

近年来，我市从文化价值传播、社会效益贡献、

经济效益转化等三个维度，谱写“朱丹溪中医药文

化”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新篇章，不断促进“一带一路”

国际交流合作，让这颗传统文化的明珠再次闪耀璀

璨光芒。

◁国际友人参观三溪堂
百草园。

非遗技艺展演。

△中医药文化体验活动。

中医药文化科普研学活动中医药文化科普研学活动


